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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飞速发展，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政策的倡导下，越来

越多的国际友人想要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这也使得来我国学习汉语的海外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为了满

足国际友人的需求，许多高校纷纷开设了对外汉语课程；汉语教学也走出了国门，中国目前已在63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两百多所孔子学院。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不仅是引导学生掌握必要的汉语知识，更重要的是

传播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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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传播的重要性 

（1）全世界超过一百个国家，3000多所高等学校开
设了汉语课程。在很多国家，学汉语的人数正以每年 50%
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扩张。例如，两年前还只有 200多名
中小学生就读的美国芝加哥孔子学院，如今已超过 12000
名学生；在韩国，上百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人数

超百万；在日本，汉语成为继英语之后的第二大外语。由

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日益彰显。 
（2）语言与所属文化，本身就有十分紧密的关联，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同时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要

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注重文化传播可以有效提高其教

学效果。要学汉语的人士（尤其是留学生），来源于世界

各个国家，其文化背景、生活习惯都存在很大差异，刚来

中国或刚走进汉语教学学校，会出现语言交流障碍以及文

化差异，这就会出现诸多问题。例如，在国外日常问候中，

会说“你好吗？你好！”，但是在中国日常问候中，则会说

“吃了吗？去哪儿？”如果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单纯的进

行语言知识教学，忽视了相关文化渗透，很容易造成求学

者生活和学习上的障碍，不利于汉语教学活动开展。另外，

对于初学者，往往从基础的知识学起，运用的学习方法比

较机械，学习的过程就难免枯燥、单调。随着学习难度的

增加，一些学习者会出现逃避、畏难、抗拒情绪，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教师依然是单纯的进行语言知识讲解，就很

难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然而将文化内容引入到对外汉语

教学中，可以极大的丰富课堂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有助于提升汉语教学效果。  

2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类型 

2.1  对外汉语中民俗习惯文化 
由于学生群体来自世界各地，相互之间存在着迥异的

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和母语特征，课堂上先入为主的母语

文化势必与中国文化产生冲突。教学中，有关风俗习惯文

化的学习，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讲授标准。在对外汉语

教学中通常除了给学生们讲解基本的文化知识以外，还涉

及部分风俗习惯的知识，并且这些知识也会在潜意识中运

用到日常交际中。这主要包含一些基本的语言手段、心理

思维和价值观念，也包括人们之间称谓的使用、问候语的

表达、见面道谢或者告别等常用语的使用等。民俗是一个

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固有的特征，差异性在体态语的表现上

就会纷繁多样，在国际交流中，只有真正的掌握了对外国

家的风俗习惯、文化底蕴，才能真正理解对外的体态语。 
2.2  体态交际文化 
体态交际文化涵盖面广泛，包括日常的见面问候语到

一些委婉语的表达或者一些体态语和禁忌语等，因此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同时也

要让学生了解中西文化在体态交际上的区别。语言的交际

文化主要是通过语言作为交流工具来反映一个民族的生

活方式、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审美情趣等。汉

语言文化知识的内容繁多，涉及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范围

较宽广，而这些在日常的交际活动中都会体现出来。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会发现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是常见的事情，

而对外国学生而言会觉得不可思议。例如，中国人在见面

打招呼的问候语经常是：“你吃了吗？上哪儿去？”而这

些句子直译为英语成了一个问句，并非打招呼，更多的是

向对方提出问题。对于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来

说，中国文化背景的学习需要贯穿于汉语学习的整个过

程；而作为汉语教师，在加强外国留学生的语言学习之外，

还需要培养他们在汉语交际中如何有效地处理这些文化

差异的问题，如何真正地理解中国人特有的社会文化心

理。 

3  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传播的导入途径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育者以语言为媒介，先让学生

接触汉文化，引起他们的注意，而后对显现在他们生活中

的文化现象进行选择，最后再决定是舍弃还是接纳。在这

样一个过程中，教育者就是在进行文化传播。如果学习者

接纳了部分文化并融合在自己的文化圈中，就达到了文化

传播的效果。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教育者的要求是传道、授

业、解惑。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教学者一样要担此重任。“传

道”即传播中国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国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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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授要讲究合适的方法，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简到

繁、由具体到抽象。以下列举了几种教学实践中总结的文

化融入的方法。  
3.1  课堂渗透 
课堂是实现汉语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在对外汉语教

学活动中，教师应该结合课堂内容及学生的认知情况，深

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内容，并在课堂上，通过合理的手段，

将这些文化内容穿插到课堂上，从而更好的促进学生对汉

语文化的了解。 
3.2  课外体验实践 
文化实践法主要是将所学到的文化知识和语言知识

运用到实践中，跟中国人顺利、有效地交流、沟通。文化

实践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一种延伸方式，是让外国学生了

解中国文化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在对外汉语教学之余，

进行文化实践活动可以有效补充课堂上汉语言文化教学

的不足，使学生们能够在真正的环境下锻炼语言实践能

力，这不仅可以促进学生们学习的趣味性。在对外汉语教

学中，教师还应该为学生创造各种条件，引导其开展文化

实践活动，从而将对外汉语教学从以往单纯的课堂讲解转

移至课外实践应用，全面加深学生的实践体验，让学生可

以在体验中更好的理解中国文化。教师可以在一些文化性

比较强的中国传统节日时，组织学生进行活动，例如，在

冬至组织学生进行包饺子活动，并在包饺子的时候为留学

生讲解饺子的相关习俗、文化内涵等，这样学生在实践中

不仅可以掌握包饺子的技巧，还可以了解到饺子对于中国

人的特殊含义，能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促进对外汉语

教学效果的提升。还可以鼓励学生多参加像“汉语桥”一

类的电视比赛活动，既让学生在动态中接受语言知识，又

多方面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寓教于乐，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平，又达到多渠道传播汉语文化的

目的。 
3.3  展示相关文化专题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果遇到涉及浓厚传统文化内

涵的知识点，教师可以在不影响整体教学进度的前提下，

为学生设置相应的文化专题展示环节，让学生可以对传

统文化知识有更加全面、系统、清晰的了解。对外汉语

教师可以举办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专题讲座，在讲座中

通过举例、分析、对比的方法将汉文化知识更加直接的

传递给外国学生。例如，对于留学生来说汉字是汉语学

习中的一大难题。在日常的汉字教学中可以组织一个介

绍汉字文化起源的讲座，同时融合一些相关的基础文化

背景，促使外国学生认识到汉字是有章可循的，由此产

生更加浓厚的学习兴趣。对于有一定汉语基础的中、高

年级留学生，则以“具体的汉字与文化”为专题，介绍

受历史文化影响下汉字的历史文化演变过程。比如，一

组以“月”为部首的汉字：肝、脾、胃、肾、胖，这里

的“月”本义是“肉”。因此这几个汉字的意义跟“肉”

相关，即语义特征是[+有肉]。 
3.4  创设良好的文化氛围 
良好的文化氛围可以让学习者更好的接受中国文化

的熏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在每年的祭孔大典中，去文庙

诵读经典《论语》，从中感受儒家传统文化。同时教师还

可以在每周组织学生开展“汉语角”活动，如诵读经典作

品、练习书法、国画、学习古筝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

内容，让学生可以在“汉语角”活动中加深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认知，同时也促进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这样

一方面能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对学生实现文化引导，同

时还可以调动学生的汉语学习热情，让学生可以更好的投

入到汉语知识探索中。 
3.5  应充分考虑学生的文化需求及汉语水平，因

人施教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于汉语初学者，其语言水平

比较低，对汉语的理解和表达会比较困难，面对复杂的汉

语文化更是无从下手，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对于初学者或

者汉语文化水平还不高的学生，要尽量避免比较深奥的文

化，应立足于学生的现实情况进行文化引导。例如，从学

生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出发，为其讲解相应的风俗习

惯，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作客礼仪、问候语等，为

学生传播这些与日常生活密切关联的传统文化，从而加强

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教师还需要从学生的兴趣点出

发，有的学生比较喜欢中国功夫、茶艺等文化，教师则可

以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文化引导，以此增强留学生对中国文

化的认同。对于汉语水平比较高的学生，在教授汉语时，

要水涨船高，因人施教。 

4  结语 

总而言之，对外汉语教学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教学活

动，更重要的是在语言教学中实现文化传播，帮助学习者

更加全面的了解、认识中国文化，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使其可以实现跨文化交际，以此满足学习者的汉

语学习需求，提高汉语使用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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